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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

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种子酒”）于 2022 年

5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543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经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要求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公

司及公司的审计机构对《监管工作函》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

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书面回复，现对《工作函》相关问题回复和补充披露

如下： 

     一、年报披露，2018年至 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1,456万元、91,410

万元、103,793 万元、121,129 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764 万元、-22,835

万元、-11,377 万元、-19,585 万元，连续三年大额亏损。公司称主要原因是，

白酒行业竞争持续加剧，行业利润进一步向中高端和高端白酒品牌集中，公司酒

类产品中低端产品占比很大，成本持续上涨，同时费用较为刚性。请公司补充披

露：（1）结合营业收入自 2019 年以来呈现的下滑趋势，说明与以前年度存在较

大差异的原因；（2）结合销售单价、成本费用结构变化等，量化分析扣非归母净

利润连续三年大额亏损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3）结合成本上涨原因

及行业发展趋势，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性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和效果。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营业收入自 2019 年以来呈现的下滑趋势，说明与以前年度存在

较大差异的原因 

公司 2018 年-2021 年营业收入、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19,635.05 102,343.76 90,091.80 120,663.83 

其中：酒类 73,811.06 59,165.44 51,124.32 87,574.90 

药业 45,823.99 43,178.31 38,967.48 33,088.93 

其他业务收入 1,493.56 1,449.19 1,318.40 10,792.62 

营业收入合计 121,128.62 103,792.94 91,410.20 131,456.45 

净利润 -16,546.91 7,058.75 -20,375.62 10,276.24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9,585.15 -11,377.36 -22,835.20 1,764.08 

由上表可知，酒类销售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收入变动、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变动主要系酒类业务销售收入变动所致。 

公司自 2012 年以来，受消费升级、区域市场竞争激烈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主

要产品柔和系列、祥和系列销量逐渐下滑导致公司收入、净利润持续下滑。2019

年度白酒销售收入创阶段性新低，较 2018 年度减少 36,450.58 万元、下降 41.62%，

导致 2019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出现大额亏损，比 2018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减少 24,599.28 万元。 

 2018 年-2019 年度分期白酒收入对比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半年度（1-6 月） 下半年度（7-12 月）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增 减 比

例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增 减 比

例 

中 高 档

酒
注 1 

100 元 /

斤以上 
2,762.34  2,767.81  -0.20% 2,573.03 2,643.68  -2.67% 

50-100 

元/斤 
20,655.35  26,922.32  -23.28% 12,181.28 31,195.06  -60.95% 

普 通 白

酒
注 1 

50 元/斤

以下 
6,787.56  10,364.06  -34.51% 6,164.76 13,681.98  -54.94% 

酒类产品小计 30,205.25  40,054.19  -24.59% 20,919.07  47,520.72  -55.98% 

注 1：50 元/斤以下、50-100 元/斤、100 元/斤以上该价格均为含税价。 



    从上表可知：相较 2018 年，公司白酒销售收入在 2019 年上半年下降趋势变

化明显，尤其是中低档白酒下降更加明显；2019 年下半年白酒销售收入开始呈现

断崖式下降，总的下降比达到了 55.98%，尤其是百元价位以下产品的销售收入下

降幅度较大，已超过 50%的下降速度。公司通过市场调研、会议研讨等多种形进

行认真分析，一致认为：受消费升级影响，市场对百元价位以上产品需求呈现增

长，低端产品市场需求受到冲击不断下降，而公司生产的酒类主要为中低端产品。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如推出新品、调整产品结构、成立各事

业部等策略，尤其是 2019 年 10 月份后，公司更是积极谋划产品结构调整及保障

低端市场份额应对措施，推进中高端产品布局，但由于布局时间较晚、基础较为

薄弱，同时其他白酒已抢占了相应的市场份额等因素，公司中高端产品推进缓慢，

未能大规模的占领市场，中低端产品受竞品挤压明显，加之第四季是白酒的销售

旺季，因此，产品结构的调整对白酒销售影响较大，致使公司白酒收入在 2019

年度呈现断崖式下降。 

    针对销售下滑的情况，公司积极制定各项应对措施，积极探索解决方法。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不断调整经营策略，由于产品转型升级的研发、推广需要较

长的培育期，且新品的推广、品牌形象的重新定位都需要较大的投入，虽然公司

经营有所回暖、白酒销售收入有所增加，但对净利润的贡献较小，公司仍然亏损

较多。 

    （二）结合销售单价、成本费用结构变化等，量化分析扣非归母净利润连续

三年大额亏损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1、结合销售单价、成本费用结构变化等，量化分析扣非归母净利润连续三

年大额亏损的原因 

近三年公司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21,128.62 103,792.94 91,410.20 

其中：白酒收入 73,811.06 59,165.44 51,124.32 

营业成本 86,245.00 75,017.15 56,791.19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其中：白酒成本 42,770.00 34,306.39 21,832.58 

税金及附加 13,662.21 11,911.79 9,561.10 

销售费用 27,342.38 27,017.82 31,234.07 

管理费用 11,384.00 10,753.27 10,118.67 

研发费用 3,045.99 892.35 1,718.72 

财务费用 -2,301.06 -2,656.96 -3,839.37 

信用减值损失 -592.90 -34.58 -163.57 

资产减值损失 -700.16 -447.26 -1,562.84 

所得税费用 223.19 -2,572.74 7,065.92 

净利润 -16,546.91 7,058.75 -20,375.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40.79 6,940.61 -20,449.78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85.15 -11,377.36 -22,835.20 

注：主要列示与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关的利润表项目。 

由上表可知，公司白酒业务收入不高，不足以覆盖相关成本费用，是公司连

续大额亏损的主要原因。 

公司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三年大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分析如

下： 

（1）收入下滑、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成本持续上升导致毛利减少 

公司药品收入较为稳定且毛利率稳定，对公司业绩波动影响较小，白酒业务

经营状况决定了公司能否实现盈利，近三年毛利减少是公司连续亏损的主要原因。

白酒业务的毛利受单价变动、销量变动以及成本变动的影响，2018 年-2021 年白

酒板块销售收入、毛利等销售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万升、元/升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73,811.06 59,165.44 51,124.32 87,574.90 

营业成本
注 1 42,339.26 33,872.95 21,832.58 33,782.92 

毛利 31,471.80 25,292.49 29,291.74 53,791.98 

毛利率（%） 42.64 42.75 57.30 61.42 

销量 892.77 1,032.42 594.89 1,051.06   



单价 82.68 57.31 85.94 83.32 

单位成本 47.91 33.23 36.70 32.14 

注 1：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营业成本为剔除运费后的金额 

①2019 年度公司白酒销量、销售收入继续下滑，销售收入减少 36,450.59 万

元；同时因为销量下滑，成品酒产量同步减少，固定成本不能有效摊薄，单位人

工及单位制造费用均有所增长，导致单位成本增加 4.56 元/升；在销量下降、单

位成本上涨的影响下，2019年度毛利比 2018年度减少 24,500.25万元，是导致 2019

年大额亏损的最主要原因。 

②2020 年度面对新品尚在开发及市场培育中，受疫情影响公司为了维护市场

份额，补充新产品空白区域，在新品未能上量的情况下加大了普通白酒的销售力

度。虽然销量上涨，但低端普通白酒的销售价格低、毛利率低，公司的毛利额没

有随着销量、销售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2020 年白酒具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升、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量 销售收入 销量 销售收入 

中高档酒
注

1 

100 元/斤以上 1.50  625.29  20.30  5,335.37  

50-100 元/斤 269.71  25,269.87  287.24  32,836.63  

普通白酒
注

1 
50 元/斤以下 761.21  33,270.28  287.35  12,952.32  

酒类产品合计 1,032.42  59,165.44  594.89  51,124.32  

注 1：50 元/斤以下、50-100 元/斤、100 元/斤以上该价格均为含税价。 

从上表可知，普通白酒销量占比由2019年的48.30%提升至2020年的 73.73%，

导致平均销售单价下降较多，从而使销售收入的增长并未带来毛利额的增长，也

是导致公司经营亏损的原因之一。 

③2021 年度公司聚焦高质量发展理念，大力推广新品金种子馥合香，聚焦流

量战略，对传统柔和浓香型产品进行迭代升级，中高端白酒销量增加、销售占比

提升。但是 2021 年公司受白酒行业上游供应商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不利因素影

响，单位成本上升较多，公司仍在奋力崛起中，经营状况较 2019 年度、2020 年



度有所改善。 

2021 年白酒具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升、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量 销售收入 销量 销售收入 

中高档酒
注

1 

100 元/斤以上 38.93  9,690.32  1.50  625.29  

50-100 元/斤 222.13  24,579.67  269.71  25,269.87  

普通白酒
注

1 
50 元/斤以下 631.71  39,541.07  761.21  33,270.28  

酒类产品合计 892.77  73,811.06  1,032.42  59,165.44 

注 1：50 元/斤以下、50-100 元/斤、100 元/斤以上该价格均为含税价。 

公司 100 元/斤以上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明显提高，是 2021 年销售单价增长

的主要原因。 

2021 年白酒成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元/升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单位成本 金额 单位成本 

直接材料 36,232.77 40.58 28,238.23 27.35 

直接人工 5,433.08 6.09 4,765.10 4.62 

制造费用 1,104.15 1.24 1,303.06 1.26 

合计 42,770.00 47.91 34,306.39 33.23 

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公司高度关注白酒的品质提升，因基酒对成品

白酒质量起决定性作用，公司加大了优质基酒的投入，致使单位材料成本增加较

多，公司中高档白酒占比也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直接材料成本的增

加。 

2021 年度平均单价、单位成本均有所增长，但单价的变动大于单位成本的变

动，导致 2021 年毛利较 2020 年有所增加，但公司的毛利仍不足以覆盖期间费用

等，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经营中。 

（2）期间费用较大，占收入比例较高 



期间费用中金额较大的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是归集公司销售商

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由于公司普通白酒占比较大且该市场竞争激烈，为了

维护普通白酒市场份额，公司投入的广告费、促销费用和兑奖费用金额较大。另

外公司次高端新品上市及老品迭代升级，需要投入大量促销费、广告费等进行推

广，综合导致销售费用发生额较大。管理费用归集的是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

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费用投入较为固定及刚性，因此，费用占收

入比相对较高。 

销售收入下滑，导致公司投入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回报，

毛利额不足以覆盖费用的投入，导致公司亏损额较大。近三年来公司的期间费用

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销售费用 27,342.38 22.57% 27,017.82 26.03% 29,678.21 32.47% 

管理费用 11,384.00 9.40% 10,753.27 10.36% 10,118.67 11.07% 

研发费用 3,045.99 2.51% 892.35 0.86% 1,718.72 1.88% 

财务费用 -2,301.06 -1.90% -2,656.96 -2.56% -3,839.37 -4.20% 

合计 39,471.32 32.59% 36,006.48 34.69% 39,232.08 42.92% 

行业平均  15.92%  15.74%  17.50% 

同档次平均  19.19%  16.41%  16.77% 

注 1：2019 年销售费用不包括运费 1,555.86 万元，行业平均数包括了运费； 

注 2：同档次平均选择的是营业收入不到 20 亿元的伊力特和金徽酒。 

由上表可见，公司的期间费用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是远超同行业上市公司

平均水平，也高于行业内营业收入规模排名下游的伊力特和金徽酒，公司管理费

用及销售费用投入较高的原因为： 

（1）管理费用归集的是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

种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折旧及摊销，费用投入较为固定及刚性，与营业收入

的相关度较低，从上表可以看出管理费用 2019 年度-2021 年度的发生额较为稳定，

管理费用率高主要系收入规模较小所致。 



（2）销售费用率高于伊力特和金徽酒主要原因系所处的市场区域不同所致，

伊力特和金徽酒主要市场份额分别在新疆、甘肃，产品竞争对手相对较少，区域

内消费者认可度高，同等收入条件下对销售费用投入需求较小。公司主要市场为

安徽市场，安徽白酒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近年随着苏酒川酒等品牌白酒进入安

徽市场，公司原有市场份额被其他厂商的白酒挤压，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因此公

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以维护现有的市场份额；此外公司研发新品金种子馥合

香并对传统柔和浓香型产品进行迭代升级，需要投入大量促销费、广告费等进行

宣传推广，因此公司销售费用投入较高。由于市场效益滞后于费用投入，虽然公

司经营有所回暖、白酒销售收入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较小，销售费用率较高。 

公司销售费用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见下表： 

①2021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金徽酒 伊力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宣 传 推 广

费、广告费、

兑奖费、促

销费 

19,307.76 26.16% 10,921.20 6.19% 11,628.64 6.07% 

职工薪酬 5,473.73 7.42% 10,939.71 6.21% 1,371.02 0.72% 

其他费用 2,560.90 3.47% 5,940.82 3.37% 2,558.61 1.34% 

合计 27,342.38 37.04% 27,801.73 15.77% 15,558.27 8.12% 

营业收入
注 1 73,811.06  176,304.25  191,584.83  

注 1：营业收入为白酒板块营业收入。 

②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金徽酒 伊力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宣 传 推 广

费、广告费、

兑奖费、促

销费 

20,703.37 34.99% 8,494.97 4.98% 10,250.25 5.72% 

职工薪酬 4,734.17 8.00% 9,802.83 5.75% 831.23 0.46% 



其他费用 1,580.28 2.67% 3,927.00 2.30% 1,783.75 0.99% 

合计 27,017.82 45.66% 22,224.80 13.03% 12,865.24 7.18% 

营业收入
注 1 59,165.44  170,539.13  179,281.64  

注 1：营业收入为白酒板块营业收入。 

③2019 年度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 金徽酒 伊力特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宣 传 推 广

费、广告费、

兑奖费、促

销费 

22,315.56 43.65% 10,891.31 6.73% 10,830.22 4.76% 

职工薪酬 5,859.21 11.46% 7,284.40 4.50% 1,003.44 0.44% 

其他费用 3,059.29 5.98% 6,322.66 3.91% 2,262.56 0.99% 

合计 31,234.07 61.09% 24,498.37 15.14% 14,096.22 6.19% 

营业收入
注 1 51,124.32  161,779.92  227,552.57  

 

注 1：营业收入为白酒板块营业收入； 

公司在宣传推广费、广告费、兑奖费、促销费投入远高于金徽酒及伊力特，

公司的费用与收入不配比，是造成公司经营亏损的重要原因。同时公司在转型过

程中，不断总结并注重销售费用投入的效益及精准化，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无

效广告投入，增加了消费者教育、品牌营销及产品推广促销费。公司在降费增效

上也是常抓不懈，2020 年促销费、广告费和兑奖费发生额 20,703.37 万元，较 2019

年度减少 1,612.19 万元。 

（3）所得税费用变动的影响 

近三年所得税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当期所得税费用 2,679,987.68 8,412,147.02 10,139,138.87 

递延所得税费用 -448,132.48 -34,139,510.04 60,520,109.90 

合计 2,231,855.20 -25,727,363.02 70,659,248.77 



递延所得税费用是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当期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应纳税所得额较小，导致递延所得税费用对

当期净利润影响较大。 

2019 年度亏损金额较大，公司按照谨慎性原则，对相关亏损主体暂时性差异

不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 2019 年度一次性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金额较大，

综合影响净利润 6000 余万元； 

2020 年度公司前期确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消除，将前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转回，增加净利润 3400 余万元。 

综上，受销量下滑、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成本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2019 年-2021

年公司实现白酒销售毛利额分别为 29,291.74 万元、24,859.05 万元、31,041.06 万

元，相对较少，不足以覆盖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以及经营直接相关的税金及附加

和计提的减值准备，导致公司出现大额亏损。 

2、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同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情况 

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变动 净利润 变动 营业收入 变动 净利润 变动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贵州茅台 1,061.90 11.88% 525.81 11.84% 949.15 11.10% 470.16 13.55% 854.30 414.07 

五粮液 662.09 15.51% 233.28 16.67% 573.21 14.37% 199.95 14.87% 501.18 174.06 

洋河股份 253.50 20.14% 73.73 30.44% 211.01 -8.76% 56.52 -13.79% 231.26 65.56 

泸州老窖 206.42 23.96% 78.84 31.61% 166.53 5.28% 59.91 30.21% 158.17 46.01 

山西汾酒 199.71 42.75% 52.59 72.81% 139.90 17.76% 30.43 59.41% 118.80 19.09 

顺鑫农业 148.69 -4.14% 1.04 -75.65% 155.11 4.10% 4.26 -46.73% 149.00 8.00 

古井贡酒 132.70 28.93% 21.86 23.31% 102.92 -1.20% 17.73 -6.24% 104.17 18.91 

今世缘 64.06 25.12% 20.33 30.50% 51.19 5.12% 15.58 8.30% 48.70 14.39 

口子窖 50.29 25.37% 14.84 19.45% 40.11 -14.15% 12.42 -24.83% 46.72 16.53 

舍得酒业 49.69 83.80% 12.11 120.89% 27.04 2.02% 5.48 8.18% 26.50 5.07 

水井坊 46.32 54.10% 12.16 67.51% 30.06 -15.06% 7.26 -9.87% 35.39 8.05 

迎驾贡酒 45.77 32.58% 12.92 45.81% 34.52 -8.60% 8.86 1.23% 37.77 8.75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变动 净利润 变动 营业收入 变动 净利润 变动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老白干酒 40.27 11.93% 3.47 27.27% 35.98 -10.73% 2.73 -24.86% 40.30 3.63 

酒鬼酒 34.14 86.97% 8.86 101.50% 18.26 20.79% 4.40 53.01% 15.12 2.87 

伊力特 19.38 7.53% 3.14 -7.83% 18.02 -21.71% 3.41 -24.17% 23.02 4.49 

金徽酒 17.88 3.34% 3.22 -2.58% 17.31 5.89% 3.31 22.69% 16.34 2.70 

*ST 皇台 0.91 -10.42% -0.18 -460.06% 1.02 2.67% 0.05 -17.47% 0.99 0.06 

平均值 178.45 17.98% 63.41 19.45% 151.26 6.80% 53.09 11.11% 141.63 47.78 

金种子酒 12.11 16.70% -1.96 72.14% 10.38 13.55% -1.14 -50.18% 9.14 -2.28 

注 1：上述信息来源于年度报告； 

注 2：净利润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由上表可知，公司营业收入规模较小，虽然收入变动趋势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但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远低于其他上市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的变动与行业发展

趋势不一致，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产品转型升级缓慢，中高档白酒所使用的基酒陈化老熟时间相对较

长，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后，相对优质基酒需求量也在增加，如升级过快可能会导

致优质基酒不足。 

（2）公司普通白酒销量长期占主导地位，形成了消费者对公司普通白酒品牌

认知较深，公司次高端白酒推广难度较大，因此，公司研发了新品类白酒馥合香，

目前趋势良好，但培育市场还需要一个过程。 

（3）区域市场竞争激烈，安徽现有金种子酒、古井贡酒、口子窖和迎驾贡酒

四家白酒上市企业，还有高炉家酒、宣酒、文王贡酒、皖酒等一大批区域品牌。

近年来随着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剑南春、郎酒、水井坊等一大

批川酒、黔酒、苏酒在中高端市场的渗透，导致安徽省内白酒企业在中低端市场

过度竞争，使中低端白酒市场毛利大大降低。 

（三）结合成本上涨原因及行业发展趋势，说明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性经营

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和

效果 



    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虽然近年来，白酒行业原料成本、包装

成本及人工成本均在持续上升，行业也呈现市场份额向头部品牌集中的发展趋势，

这些不利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公司的业绩。围绕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

响，改善公司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并取得一定效果： 

    1、实施以品类对抗品牌的竞争策略，加快次高端白酒金种子馥合香的推广。

金种子馥合香聚焦 200—600元价位段，以差异化的白酒香型目前已逐步取得市场

认可，2021 年销售 11,762.81 万元，2022年一季度销售 3,253.37 万元。预计该

品类将成为公司未来销售和业绩的核心增长点。 

    2、实施老品迭代升级策略，加快柔和系列向百元价位升级。柔和种子酒作为

公司存量产品，有着强大的根基和消费基础，目前公司已推出柔和的升级产品——

柔和大师种子酒，致力于抢占目前行业规模最大的百元价位市场。柔和大师 2021

年销售 6,812.19万元，2022年一季度销售 2,883.38元。预计该系列产品将有力

地巩固提升柔和品牌，扩大公司百元价位占有，极大改善公司柔和系列的毛利水

平。 

    3、强化内部管理，加快降本增效。一是实施全面预算和全面绩效管理；二是

加强采购和招标管理；三是加快数字化管理转型升级；四是实施全员竞聘上岗。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1、加强品牌建设，拉升品牌高度。聚焦金种子馥合香，实施精准营销，加强

与核心消费群互动性强的事件营销投入和数字营销投入；择机投放千元以上价位

的金种子馥合香新品，拔高品牌站位。 

    2、加强营销创新，构建高占有的根据地市场。聚焦省内市场，尤其阜阳大本

营市场，围绕终端与核心消费者双驱动，实施精细化运营，力争做到高占有率。 

    3、实施有限全国化，打造高质量的省外区域板块。秉承“以点带面、连片开

发、板块运作”的基本原则，重点拓展长三角、珠三角市场，力争形成多个省外

优势板块市场。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在 2021 年年报审计过程及本次回复期间，我们对金种子酒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一）了解公司销售与收款循环和生产与仓储循环的内部控制，并实施控制

测试。 

（二）获取并检查 2018 年-2021 年销售明细，核查 2018 年度-2021 年度各类

别产品销量、收入的变动情况，了解变动原因； 

（三）选取收入交易相关的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

销售合同、订单、出库单、客户签收单、开票申请单、发票以及银行收款回单，

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金种子酒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四）对营业收入实施截止测试，未见跨期； 

（五）获取期间费用明细表，分析期间费用各期之间、各月之间的波动合理

性； 

（六）查阅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资料，对公司期间费用率结合业务模式分

析变动是否合理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比较，分析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波动原因及合理性； 

（七）获取管理层关于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申明，对管理层

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八）利用管理层专家工作，对管理层专家长期资产减值评估报告及底稿实

施复核程序。 

（九）获取期后公司的财务报表，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一）自 2019 年以来，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与以前年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是

公司白酒类收入结构调整、销量或销售收入下滑； 

（二）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连续三年大额亏损主要系公司仍处于转型发展

期，老品收入下滑、新品正在推广中，收入规模较小、毛利额不足以覆盖公司的

期间费用等支出。受公司传统经营战略、市场竞争等多方面影响，公司的盈利水

平不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实际经营情况； 

（三）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性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通过采取的措

施实现了战略新品金种子馥合香等产品的销售额的增长。 

    二、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4,348 万元，较期

初增长 59.77%，远高于营业收入增幅。另外，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22,690 万

元，其中 1 年以内 13,936 万，3 年以上 7,493 万元。前五名应收账款欠款方

中，阜阳市馥合香酒业有限公司 991.9 万元应收账款，以及阜阳市金种子食品经

营有限公司 867.5 万元应收账款均未收回。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业务模式、

收入确认方式、销售政策和结算周期等，说明应收账款增幅远超营业收入增幅的

原因；（2）结合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说明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

风险，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3）结合白酒公司普遍采取先款后货销

售模式，说明公司酒类业务具体销售模式和结算政策，以及报告期末存在相关客

户应收账款尚未收回的原因；（4）账龄在 3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具体对象名称，公

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依据，是否存在账款无法收回后继续交易的情形。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方式、销售政策和结算周期等，说明应收账

款增幅远超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 

公司销售模式主要为经销，公司以买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以取得

客户签收单作为控制权转移的时点，确认销售收入。公司酒类产品采用现款现货

及赊销的销售政策，对常年合作且信誉较好的经销商，经过区域经理的审核及公

司总经理的审批，会给予一定的赊销额度及赊销期，一般为 1-6 个月。公司与经



销商的结算方式为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1,128.62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长 16.70%，公

司分板块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及应收账款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酒业增长

率 

药品增长

率 
白酒 药品 白酒 药品 

主营业务收入 73,811.06 45,823.99 59,165.44 43,178.31 24.75% 6.13% 

应收账款 13,013.24 9,676.96 9,490.34 7,271.34 37.12% 33.08% 

应收账款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 
17.63% 21.12% 16.04% 16.84% 1.59% 4.28% 

白酒业务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低，符合公司的销售政策。白酒业

务主营业务收入 2021 年度比 2020 年度增加 14,645.62 万元、增长 24.75%，应收

账款余额 2021 年末比 2020 年末增加 3,522.90 万元、增长 37.12%，增幅略超营业

收入增幅，主要原因系：一方面公司 2021 年度为推广新品金种子馥合香，给予新

品经销商一定的账期支持；一方面白酒销售具有季节性特征，经销商一般 12 月份

开始为春节备货，公司会给与合作较好、信誉较好的经销商一定的赊销额度及账

期。 

医药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2,405.62 万元、增长 33.08%，增幅远超营业收入

增幅，主要原因系下游原料客户较为强势，如上市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等，2021 年度原料药销售收入增

加，按合同约定未办理结算的应收账款相应增加。 

报告期末白酒业务板块前五大欠款客户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龄 
2021/12/31 日应

收账款余额 

截止 2022/5/31

日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阜阳市馥合香酒

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991.93 991.93 100.00 

阜阳市金种子食

品经营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867.52 867.52 100.00 

合肥馥合香酒业

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499.98 499.98 100.00 

江阴市同庆商务

印刷有限公司酒
3 年以上 405.00 — — 



业分公司 

安徽美通达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3 年以上 390.00 — — 

合计  3,154.43 2,359.43 — 

江阴市同庆商务印刷有限公司酒业分公司和安徽美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应收账款形成于 2011 年及以前，通过查询工商信息获悉，江阴市同庆商务印刷有

限公司酒业分公司和安徽美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注销或被吊销，公司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报告期末医药业务板块前五大欠款客户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账龄 
2021/12/31 日应

收账款余额 

截止 2022/5/31

日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国药集团国瑞药

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3,155.00 1,600.00 50.71 

重庆迪康长江制

药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737.21 530.90 72.01 

泰州瀚霖医药有

限公司 
1 年以内 644.68 644.68 100.00 

湖北朗生药业有

限公司 
1 年以内 433.21 391.92 90.47 

阜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 
1 年以内 378.57 186.89 49.37 

合计  5,348.67 3,354.39 62.71 

医药板块应收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回款较差，主要原因系客户系国药

集团（央企）旗下子公司，客户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强，采购量较大，信用周期一

般为 6 个月，故期后回款较差。 

    （二）结合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说明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

风险，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主要系3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所致，

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1 年以内 13,935.69 61.42% 8,381.67 50.00% 

1-2 年 869.78 3.83% 532.42 3.18% 



2-3 年 391.87 1.73% 646.28 3.86% 

3 年以上 7,492.86 33.02% 7,201.30 42.96% 

合计 22,690.20 100.00% 16,761.67 100.00% 

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占比较高，主要系公司早期布局全国

中低端市场，给予了经销商一定的信用额度，因市场布局不理想，部分经销商已

退出合作，应收账款尾款未能及时办理结算所致。 

公司保持对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进行催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于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基于谨慎性原

则，按照 100%的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账龄 口子窖 伊力特 老白干 金徽酒 公司 

1 年以内 5.00% 5.00% 5.00% 5.00% 5.00% 

1-2 年 10.00% 15.00% 10.00% 20.00% 10.00% 

2-3 年 30.00% 20.00% 30.00% 50.00% 15.00% 

3-4 年 50.00% 40.00% 50.00% 100.00% 100.00% 

4-5 年 80.00% 
年度报告未

披露 
80.00% 100.00%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由上表可见，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较

为谨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三）结合白酒公司普遍采取先款后货销售模式，说明公司酒类业务具体销

售模式和结算政策，以及报告期末存在相关客户应收账款尚未收回的原因 

    在销售模式上，公司采用经销模式为主，以买断的方式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

辅以直销。 

在结算政策上，采用现款现货及赊销的销售政策，对常年合作且信誉较好的

经销商，经过区域经理的审核及公司总经理的审批，会给予一定的赊销额度及赊

销期，一般为 1-6 个月。公司与经销商的结算方式为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 



本报告期末，公司正在推广战略新品金种子馥合香，为进一步打开市场，公

司给予新品经销商一定的账期支持。鉴于经销商一般 12 月份开始为春节备货，为

了助力公司发展，经审批后给与常年合作且信誉较好的经销商一定的赊销额度及

账期，抢占春节的白酒市场。 

报告期末白酒业务板块前五大欠款客户及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账龄 
2021/12/31 日应

收账款余额 

截止 2022/5/31

日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阜阳市馥合香酒

业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991.93 991.93 100.00 

阜阳市金种子食

品经营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867.52 867.52 100.00 

合肥馥合香酒业

有限公司 
1 年以内 499.98 499.98 100.00 

江阴市同庆商务

印刷有限公司酒

业分公司 

3 年以上 405.00 — — 

安徽美通达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3 年以上 390.00 — — 

合计  3,154.43 2,359.43 — 

    （四）账龄在 3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具体对象名称，公司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

判断依据，是否存在账款无法收回后继续交易的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具体对象名称、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金额 销售产品 

江阴市同庆商务印刷有限公司酒业分公司 405.00 白酒 

安徽美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90.00 白酒 

安徽省无为县颜氏工业品仓储有限公司 341.54 白酒 

丽水市华虹酒业有限公司 292.37 白酒 

安庆市惠林糖酒有限责任公司 275.38 白酒 

东莞市粤冠保健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254.35 白酒 

颍上县淮颍糖酒有限责任公司 236.11 白酒 

利辛县城关青峰金种子酒业旗舰店 222.09 白酒 

湖南省宁乡县食品公司 161.31 白酒 



青岛金万利糖酒有限公司 144.36 白酒 

郑州市燎原商贸有限公司 134.87 白酒 

界首市新世纪酒业批发部 119.03 白酒 

衡阳县台源镇鑫红百货商行 110.48 白酒 

唐山海龙酒类饮品有限公司 108.20 白酒 

天长市天马糖酒服务部 105.39 白酒 

其他单位（共 500 家） 4,192.37 白酒及医药 

合计 7,492.86  

公司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主要系公司早期布局全国中低端市场，给予

了经销商一定的信用额度，因市场布局不理想，部分经销商已退出合作，应收账

款尾款未能及时办理结算所致，大多数账龄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龄已超过 10

年。 

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

备，公司参照历史上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以及无继续交易的情形，

预计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回款概率较低，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100.00%。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关于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详见本题回复之“结合 1 年以

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说明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相关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合理”，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公司关于账龄 3 年以上的坏账计提

比例与金徽酒一致，计提较为谨慎。 

公司根据指定的销售管理制度，及时评判客户的经营与财务状况、付款情况,

对于资信欠佳、货款不及时支付的客户，公司会暂停发货，待应收账款收回后再

综合评判是否继续合作。公司不存在长账龄的账款未收回前仍继续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判断账款无法收回仍继续交易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在 2021 年年报审计过程及本次回复期间，我们对金种子酒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一）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并对关键节点实施控制测试； 

（二）对于重要客户的销售收入执行了函证、走访程序，对当期确认的收入

金额进行函证、访谈，确认收入交易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期末应收账款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 

（三）选取收入交易相关的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

销售合同、订单、出库单、客户签收单、开票申请单、发票以及银行收款回单，

评价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金种子酒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四）检查期后退货情况，未见异常。 

（五）获取期后财务报表，营业收入与上年相比，未见异常减少。 

（六）获取应收账款账龄明细表，检查相关账龄划分是否准确； 

（七）根据预期信用损失率，复算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存在异常，经复算，未

见异常； 

（八）对期末大额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九）获取白酒板块期末大额应收账款明细，并检查其期后回款情况； 

（十）获取账龄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清单，检查是否存在继续交易情形。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一）受推广新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应收账款增幅远超营业收入增幅，

符合公司实际的销售政策和结算周期，是合理的； 

（二）公司 1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主要系公司早期市场开拓过程中未及

时办理结算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账龄在 3 年以上；公司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对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其中账龄 3 年以上按照 100%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计

提充分； 

（三）报告期末，阜阳市馥合香酒业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是推广



新品、春节备货形成的信用期内未结算的应收款项，形成原因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期后已回款； 

（四）公司对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依据充分，符合公

司历史经营情况，不存在账款无法收回仍继续交易的情形。 

    三、年报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13.42 亿元，同比增长

38.44%，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 51.26%，其中半成品的账面价值为 11.52 亿元，

报告期内增长 3.56 亿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存

货种类，结合采购备货政策,说明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并结合主营产品产量、销量同比下滑趋势，说明报告期内半成品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2）结合存货种类、库龄、可变

现净值的测算过程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区分存货种类，结合采购备货政策,说明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同比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主营产品产量、销量同比下滑趋势，说明报告期内

半成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 

1、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存货余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加金额 增幅（%） 

半成品 115,163.83 79,624.09 35,539.74 44.63 

库存商品 7,561.80 8,123.71 -561.91 -6.92 

原材料 7,437.44 4,976.85 2,460.59 49.44 

在产品 3,715.77 3,913.02 -197.25 -5.04 

周转材料 1,203.26 975.37 227.89 23.36 

合计 135,082.10 97,613.04 37,469.06 38.39 

报告期末分板块存货余额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白酒板块 医药板块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半成品 115,163.83 79,624.09 — — 

库存商品 3,708.82 2,207.38 3,852.98 5,916.33 

原材料 4,866.83 3,549.48 2,570.61 1,427.37 

在产品 3,559.48 3,749.56 156.29 163.46 

周转材料 952.69 787.19 250.58 188.18 

合计 128,251.64 89,917.70 6,830.45 7,695.34 

由上表可知，报告期末存货余额的增长主要系半成品的增长。公司半成品归

集核算的为基酒，公司根据中长期发展规划、市场预判、仓库容量等因素统筹制

定每年基酒备货、储存计划。公司转型出品中高端产品，中高端产品需要基酒陈

化老熟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公司增加基酒的储存量。 

2、报告期内半成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制曲、基酒酿造与陈酿老熟、成品酒勾调与灌装

等三大环节。其中，勾调普通白酒与中高档白酒所用基酒在陈酿老熟周期上存在

显著差异，通常勾调普通白酒所用基酒的陈酿老熟周期较短，而勾调中高档白酒

所用基酒的陈酿老熟周期相对较长。 

由于白酒生产工艺的独特性，酿制的基酒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陈酿老熟过程，

通常陈酿老熟周期愈长，基酒的品质愈好，价值越高。为了提升白酒品质，满足

产品转型升级的需要，公司加大了基酒的储存，半成品余额增加。 

公司目前销售量、产量总体呈下滑趋势，公司普通白酒销量长期占主导地位，

形成了消费者对公司普通白酒品牌认知较深，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普

通白酒产品销售量萎缩，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发展战略，大力推广次高端白酒

金种子馥合香和柔和品种升级版，提升中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中高端产品需

要大量优质基酒，因此公司加大基酒存储量。公司 2021 年 100 元/斤以上的中高

端产品销量增加 37.43 万升，较上期大幅增长，中高端产品市场的开拓，对基酒

的数量和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公司大量储存基酒（即半成品），符合实际经营需要，符合行业特征。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加金额 增幅（%） 

口子窖（603589） 355,864.86 289,494.26 66,370.60 22.93 

伊力特（600197） 136,694.44 87,247.73 49,446.71 56.67 

老白干（600559） 230,314.47 178,651.71 51,662.76 28.92 

金徽酒（603919） 112,858.52 84,445.84 28,412.68 33.65 

公司 135,082.10 97,613.04 37,469.06 38.39 

从存货总额来看，公司存货增长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半成品（基酒）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加金额 增幅（%） 

口子窖（603589） 296,591.64 236,689.46 59,902.18 25.31 

伊力特（600197） 92,976.74 58,825.69 34,151.05 58.05 

老白干（600559） 141,128.67 123,412.80 17,715.87 14.35 

金徽酒（603919） 88,363.29 61,231.29 27,131.99 44.31 

公司 115,163.83 79,624.09 35,539.74 44.63 

从上表可以看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在大量储存基酒，公司基酒余额的

增长符合行业特征。 

综上，公司根据战略调整及产品升级的需要，适时增加半成品的储存，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行业特征，半成品的增加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变

动趋势一致。 

    （二）结合存货种类、库龄、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

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计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

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情况 

（1）原材料是否需计提跌价准备的测算情况 

公司酒类原材料主要为生产白酒所用的高粱等，药业类原材料主要为生产成

品药所用的原料，公司原材料中的粮食、原料药等均当年采购后就及时投入白酒

及成品药生产，因此其库龄较短。公司按照期末原材料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ｘ（1-销售税费率）-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 

经测试，不存在减值情形。 

（2）半成品是否需计提跌价准备的测算情况 

公司的半成品为基酒，一般库龄较长，按照期末半成品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ｘ（1-销售税费率）-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 

由于白酒生产工艺的独特性，陈酿老熟周期愈长，基酒的品质愈好，价值越

高。且基酒可以根据配方勾兑成多款成品酒，在可变现净值的判断时，公司不仅

结合当下的成品酒销售单价与基酒陈酿后的价值，综合判断半成品（基酒）不存

在减值情形，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3）库存商品是否需计提跌价准备的测算情况 

对库龄 1 年以内的库存商品，按照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计提库存商品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产成品的估计售价ｘ（1-销售税费率）。 

对库龄大于 1 年的库存商品，将其归为呆滞品，呆滞品极大可能性无法实现



销售，需要返工重新包装或报废等，公司按照历史处置经验判断呆滞品的处置预

案，并合理估计可变现净值。对于 1 年以上的酒类库存商品，一般按照其去除包

装等成本后的成本作为其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约为成本额的 50%，对差额部

分计提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库龄 金额 跌价计提金额 跌价率（%） 

1 年以内 6,518.87 99.29 1.52 

1 年以上 1,042.93 570.21 54.67 

合计 7,561.80 669.50 8.85 

（4）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跌价准备测算情况 

公司周转材料主要为酒类包装物及少部分低值易耗品（维修材料等），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公司按类别计提。公司包装材料种类较多，因公司产品升级换代，

存在部分包装材料过时、陈旧，暂时不能用于成品酒包装的情况。公司每年底均

对库龄超过 1 年的包装材料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内周转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 年以上 跌价计提金额 

低值易耗品  95.63   96.35  — 

包装物  783.89   227.40  227.40 

合计  879.52   323.75  227.40 

3、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口子窖 伊力特 老白干 金徽酒 公司 

存货余额 355,864.86 136,694.44 230,314.47 112,858.52 135,082.09 

存货跌价准

备余额 
1,746.81 612.11 499.16 7.27 896.90 



存货跌价准

备计提占存

货余额比 

0.49% 0.45% 0.22% 0.01% 0.66% 

由于白酒行业盈利能力较好且存货中的半成品（基酒）金额占比很高，基酒

储存的期限越长，基酒的品质越好，价值越高，不存在跌价情形，因此行业的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普遍较低。 

存货中半成品及其他存货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口子窖 伊力特 老白干 金徽酒 公司 

半成品（基

酒）余额 
296,591.64 92,976.74 141,128.67 88,363.29 115,163.83 

其他存货余

额 
 59,273.22   43,717.70   89,185.80   24,495.23   19,918.26  

半成品跌价

准备余额 
— — — — — 

其他存货跌

价准备 
1746.81 612.11 499.16 7.27 896.90 

半成品跌价

准备计提占

余额比 

— — — — — 

其他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

占余额比 

2.95% 1.40% 0.56% 0.03% 4.50% 

公司其他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占存货余额的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

货跌价准备主要是对库存商品和包装物计提的跌价准备，计提较为谨慎，存货减

值准备计提充分。 

综上，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充分。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在 2021 年年报审计过程及本次回复期间，我们对金种子酒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一）了解金种子酒备货政策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评价半成品大幅增



加的合理性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获取金种子酒生产和仓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了解和评价内部控制

设计的合理性，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三）获取金种子酒盘点计划，并制定存货监盘计划，明确存货监盘的目标、

范围和时间安排，对金种子酒存货实施监盘程序。在监盘过程中，我们通过采取

抽样的方式对金种子酒存货进行抽盘，评价金种子酒管理层用以记录和控制存货

盘点结果的程序的适当性； 

（四）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增长情况，评价金种子酒本期期末半成品增

加的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趋势一致； 

（五）获取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执行存货减值测试，并通过查询资产

负债表日后销售价格、以核查分析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以评估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的准确性； 

（六）获取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库龄清单，复核库龄是否准确，结合产品的市

场情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析性复核，判断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和充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一）报告期内存货余额及半成品同比大幅增长原因合理，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变动趋势一致； 

（二）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年报披露，报告期研发费用 3,045 万元，较上年同期 892 万元增长较快，

公司称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大了研发费用和品牌建设的投入。请公司按照《格

式准则第 2 号》第二十五条要求，补充披露公司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应用领域、

项目进展、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并预计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研发项目、公司具体研发项目名称、应用领域、项目进展、报



告期研发投入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立项时

间 

项目预算 应用领域 项目进展 报告期研

发投入 

不锈钢发酵池生产大曲清香酒 2021.02 109.00 轻工酿酒 中试阶段 72.39 

浓香型原酒感官质量 2021.02 1,273.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335.57 

馥合香型原酒感官质量 2021.03 1,461.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205.81 

污水处理除磷降氮工艺研究 2021.01 138.00 轻工酿酒 中试阶段 42.07 

架子曲生产工艺研究 2021.02 550.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93.03 

窖泥复壮养护工艺研究 2021.01 490.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192.47 

酿酒高温曲感官、理化质量工艺研究 2021.01 510.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69.42 

曲房温湿度实时监控研究 2021.02 150.00 轻工酿酒 研究阶段 60.46 

夏秋茶渥堆成曲混合固态发酵产业化

关键技术与应用 

2019.07 1,200.00 轻工酿酒 中试阶段 668.07 

应用智能化生产线生产多种香型原酒 2021.02 520.00 轻工酿酒 初试阶段 187.48 

JAK 抑制剂类原料药开发及关键中间

体 4-氯吡咯并嘧啶产业化  

2018.01 1,100.00 生物医药 应用阶段 2.47 

3.1 类米诺磷酸原料+片剂 2015.06 600.00 生物医药 研究阶段 319.86 

醋酸地塞米松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研究 

2017.11 755.00 生物医药 审评阶段 451.90 

醋酸泼尼松片一致性评价研究 2019.01 346.00 生物医药 临床等效性研

究阶段 

107.31 

对乙酰氨基酚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研究 

2019.01 180.00 生物医药 中试阶段 35.04 

甲硝唑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研究 2019.01 237.00 生物医药 中试阶段  33.02 

盐酸小檗碱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研

究 

2019.01 380.00 生物医药 中试阶段 33.93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产品研究 2019.01 280.00 生物医药 工艺验证阶段 71.58 



4-氯吡咯并嘧啶工艺优化研究 2021.02 500.00 生物医药 中试阶段 49.25 

二羟丙茶碱原料药+注射液研发 2021.08 80.00 生物医药 工艺验证阶段 14.86 

合计 / 10,859.00 / / 3,045.99 

    2、公司开展的研发项目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1）白酒酿造方面：公司于 2021年度在酿酒技术方面立项的研究与开发项目，

主要集中在微生物的选育及生产应用、酿酒生产技术、白酒风味分析等方面，相

关项目研究均针对当前白酒行业的难点、热点问题，符合白酒产业技术发展方向，

属国内同领域前沿技术研究，有利于白酒品牌建设，有助于保障白酒的质量安全，

对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生物医药方面：研究与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学药研发技术、创新药物

技术、国家基本药物生产技术、中成药二次开发技术等，符合生物与新医药的发

展技术需求，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21 年度立项的

研究与开发项目应用后，将为公司药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稳定与提高提供技术支

撑和保障，有利于保障药品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企业的研究能力和竞争水平。 

    （3）有助于公司技术人才培养。近年来，企业依托各类科研平台，为相关技

术人员开展相关课题研究，提供包括岗位设置、科研场所、试验平台、资源共享、

经费投入、项目倾斜、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充分保障，完善研发相关的基础条件、

软硬件设施等，充分保障了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行和研发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在

项目研发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与生产技术人员。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月 14日 


